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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2022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於上月 15 日至 16 日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

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部署 2023 年經濟工作；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今年經濟工作

作了部署，並由即將擔任下任總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作總結講話。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是中央最高規格的年度經濟會議，它是外界瞭解內地經濟形勢和判斷來

年宏觀經濟政策最權威的「風向標」。由於 2023 年是中共二十大之後的開局之

年，又恰逢國務院領導層換屆；加上内地防疫政策於去年 11 月之後大轉向，在

2023 年初重啓國門和邁向全面復常已幾無懸念，更增加了外界對本次會議的關

注度。 

這個具有承先啓後意義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下重點內容值得特別留意： 

（1） 穩增長需加大宏觀調控 

 在研判當前經濟形勢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

牢固，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外部環境動盪不

安，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加深」。雖然如此，會議強調要堅定做好今年經

濟工作的信心，並明確提出「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以及「著力穩增長穩

就業穩物價，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等樂觀的預見；顯示了中央把穩增

長放在今年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而各項工作將圍繞「拼經濟」而展開。特

別是隨著近期國內防疫政策加快優化調整，全國各地在疫情洪峰過後將陸續

邁上疫後經濟重建的發展軌道；不少分析指，2023年中國經濟增速有望重回

5%以上。 

 為了推動內地經濟增長從去年的低谷反彈，本次會議對 2023 年宏觀調控政

策的定調更顯積極，指出「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

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一方面，會議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

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

濟增速基本匹配，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領

域支援力度」。預計 2023年內地貨幣政策的實際取態將會是維持穩中略鬆的

流動性環境，以支持尚未穩固的經濟復甦，但貨幣政策的發力方向依然會聚

焦於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主要的薄弱環節。 

另一方面，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財政支

出強度，優化組合赤字、專項債、貼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品質發展中保

障財政可持續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控」。這意味著積極的財政政策將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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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中央來擔綱，在不加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前提下，通過中央政府「加槓

桿」來實施今年財政擴張的整體力度， 故 2023 年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率或

較去年有所上調。 

（2） 大力提振民營企業信心 

 會議提到，「2023 年經濟工作千頭萬緒，要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

信心入手，綱舉目張做好工作」。可見，穩增長工作的當務之急是要提振全

國上下對內地經濟發展的信心，以及改善對中國經濟短期的悲觀預期。就體

量而言，民營經濟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支主力軍和推動增長的「勁旅」。

內地早就有「56789」的說法，意即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 50%以上的稅

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

以及 90%以上的企業數量；這個説法形象地説明了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值此踏上疫後經濟重建的關鍵期，「信心比黃金更重

要」；今年中國經濟能否從谷底大幅反彈將在很大程度上端視乎民營經濟的

信心恢復程度。 

 對此，本次會議重申要切實貫徹「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

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還開誠佈公地

指，「針對社會上對我國是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不正確議論，必須亮明

態度，毫不含糊」。中央以鏗鏘有力的「喊話」表達鮮明立場，既是對近年

來社會上出現「國進民退」的輿論給予糾偏，亦針對性地回應了民營企業家

可能存有的擔憂，其目的在於提振民營企業對紮根內地長期發展的信心。 

具體而言，會議提出四點舉措，包括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

對待的要求落實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

大，從法制上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以及各級領導幹部要為民營

企業解難題、辦實事，構建「親清」的政商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內地互聯網企業經過高速發展，已成為民營經濟的重要組成

部分，對內地經濟增長尤其是吸納就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過去兩年，內地

網絡經濟領域掀起了以反壟斷、反競爭行為，規範市場秩序和保護消費者等

為主軸的監管風暴，政府的取態從之前出於對「新生事物」的呵護、支援與

寬容，轉向規範化管理。雖然加強對科網公司的規管本屬理所應當，但短期

內運動式的執法不僅嚴重打擊相關企業的信心，亦對行業發展造成了深遠的

衝擊。 

此次會議對互聯網平台經濟的態度出現大幅轉向，從「防止資本無序擴

張」的遏制態度轉變為「提升常態化監管水準，支援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

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意味著以民營企業為主的平台經濟和互

聯網企業有望在 2023年迎來更有利的政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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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擴大內需首要促進消費 

 2022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顯著走弱，海外市場消費需求疲弱持續拖累內地

商品出口表現，因此今年的内地經濟亟待由內需接力，擔當穩增長的「定海

神針」。在本次會議召開前夕，中央搶先發佈《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

（2022—2035年）》；該份文件著眼於中長期規劃，從供給側改革入手提升我

國內需增長的潛力和中長期前景。 

在此背景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 2023 年具體工作任務的部署上，不

出意料地將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排在了首位，提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

優先位置」，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車和養老服務等。在防疫政策優化及

促消費政策加碼的背景下，預計內地今年的消費有望擺脫持續了近兩年的疲

弱態勢，重新啓動對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 

（4） 加快產業升級吸引外資 

 本次會議部署的另一項項重點工作是「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強調要

抓住全球產業結構和佈局調整過程中孕育的新機遇，繼續雙管齊下地推進產

業結構優化升級。會議對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的重視度有所提高，提出要

提升傳統產業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競爭力；同時要加快新能源、人工

智慧、生物製造、綠色低碳、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研發和應用，培育壯大戰

略性新興產業，並通過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競爭力來應對外部環境

的挑戰。 

 此外，在 2022年全球跨國投資大幅收縮的環境下，中國在去年前 11個月的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FDI 累計仍錄得 9.9%的同比增長，反映了中國市場對外

資的吸引力依然「風景這邊獨好」。會議強調要繼續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

一方面從「引進來」的角度繼續推出擴大市場准入、保障外資權益、提供便

利等的措施，更大力度地吸引和利用外資，並特別提到推動外資標誌性項目

落地建設；另一方面則從「走出去」的角度提出要積極加入「全面與進步跨

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等高標

準經貿協定，主動對標國際先進規則，藉此進一步釋放國內改革開放的紅利。 

2023年 1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資料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秘書處編寫，內容僅供內部參考；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政策研究部。 

電話：2542 8611；傳真：3421 1092；電郵：research@cm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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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020至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點比較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經

濟

發

展

總

基

調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著力推動高品質發

展，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更好統籌

發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

革開放，大力提振市場信

心，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有機結合起來，突出做好

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

工作，有效防範化解重大

風險，推動經濟運行整體

好轉，實現質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長。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

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

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開

放，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推

動高品質發展，堅持以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統籌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統籌發展和安全，繼續

做好「六穩」、「六保」工

作，持續改善民生，著力穩

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

運行在合理區間。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以

推動高品質發展為主題，以深

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

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

要為根本目的，鞏固拓展疫情

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更

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紮實做好

「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

保」任務，科學精准實施宏觀

政策，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

理區間，堅持擴大內需戰略，

強化科技戰略支撐，擴大高水

準對外開放。 
 

經

濟

工 

作 

主

要

任

務 

 著力擴大國內需求 

 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 

 有效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

融風險 

 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 

 微觀政策要持續激發市場

主體活力 

 結構政策要著力暢通國民

經濟循環 

 科技政策要紮實落地 

 改革開放政策要啟動發展

動力 

 區域政策要增強發展的平

衡性協調性 

 社會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

底線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

力 

 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 

 全面推進改革開放 

 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 

 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

張 

 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 

 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 

宏

觀

調

控

政

策

取

態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

效。保持必要的財政支出

強度，優化組合赤字、專

項債、貼息等工具，保障

財政可持續和地方政府債

務風險可控。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

力。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

裕，保持廣義貨幣供應量

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

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引

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

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

等領域支援力度。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效

能，更加注重精準、可持

續。要保證財政支出強度，

加快支出進度。實施新的減

稅降費政策，強化對中小微

企業、個體工商戶、製造

業、風險化解等的支援力

度，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

投資。堅決遏制新增地方政

府隱性債務。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

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

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科技

創新、綠色發展的支援。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質增效、

更可持續，保持適度支出強

度，增強國家重大戰略任務財

力保障，在促進科技創新、加

快經濟結構調整、調節收入分

配上主動作為，抓實化解地方

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工作。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

合理適度，保持貨幣供應量和

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

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觀杠杆

率基本穩定，處理好恢復經濟

和防範風險關係，加大對科技

創新、小微企業、綠色發展的

金融支持。 
 

資料來源：新華社網站 


